
B02

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编辑：李怀磊 组版：郑文健康聊城

攀攀““科科技技高高枝枝””筑筑““创创新新高高地地““
——— 聊城市疾控中心建徐建国院士工作站纪实

想想到到群群众众前前面面，，做做到到群群众众心心坎坎
——— 博平镇卫生院着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王长新 郭国

整洁的院区环境，宽敞明亮的门诊，一尘不染的病房，整齐有序
的停车场……最近，来到博平镇卫生院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
受：卫生院变化太大了！

“想到群众前面，做到群众心坎。”院长杜胜卿说：这既是目标，
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以患者为中心

积极改善就医环境

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让“小医
院”旧貌换新颜。自去年标准化建设
来，该院加大了资金投入，对整个医院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修葺业务、办
公用房、进行医院地面硬化……对原不
合理的科室布局重新合理功能分区，既
方便了群众又为独立病房腾出了空间；
将原来在病区内的公卫慢病科调整至
前楼，慢病科、计免科、康复科、查体中
心在前楼形成公共卫生服务区。现在该
院病房及公共卫生等业务用房达2650
平方米，且建设布局合理，规模适宜，环
境整洁，符合了国家和省乡镇卫生院建
设标准的相关要求。

着力科室整修，改善医生工作条
件。对有关科室进行大范围装修。设立
了全科、扶贫门诊、老年人绿色通道等，
提供一站式服务，方便了群众就医。着
力提升医疗设施水平，提高诊疗能力。

狠抓医疗质量

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切实狠抓人才培养，让医疗质量
不断提升。该院始终以培养人才、改进
作风、强化服务为抓手，以提高医疗质
量，保障医疗安全、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为目的，把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位。20

多名执业医师(包括助理)全部通过了
山东省执业医师注册考核。新增2名护
理人员。新建了标准的国医堂。现在该
院积极引进自体血免疫疗法、小针刀
治疗腰腿痛、无痛肛肠治疗等诊疗技
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定期开展
了巡回医疗服务，使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做实公共卫生建设

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近年来，该卫生院把落实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作为转变卫生院服务职能
的重点来抓，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走在了全县乃至全市前列，全面完
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精准规划，科学合理确定村卫生
室功能布局。全镇38所卫生室全部设
置有诊断室、观察室、治疗室、药房等，
每个卫生室总建筑面积达80平方米以
上；配齐必备设备；并统一建立了各项
规章制度，满足了村级基本医疗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需要。

扎实推进公共卫生服务，让群众
享受更多实惠。变重医疗轻预防为“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对全镇4162名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开展测血糖、肝
肾功、血常规、甘油三酯、心电图、彩超
等十多项检查。同时定期开展健康教
育，让群众少得病。

王长新 张芙蓉
近年来的聊城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静逸的生活，更有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的来自传染病防治领域顶级专家家、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防

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徐建国院士工作站优质传染病诊、防、治能力与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资源和服务，现在在，这样的预防“安全感”、健康“获得
感”和生活“幸福感”进一步得到强化和满足。而这一切源自于聊城市疾控中心向院士这一顶尖人物“借智”，将“院院士”请进来设立工作站。

“2016年3月30日，聊城市疾控中心徐建国院士工作站成立，这是山东省疾控系统首个院士工作站，更是聊城疾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的大事。院士工作
站的建立，为中心发展注入巨大动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无论是在设备硬件还是在人才软件等方面都带来了全新的发发展。”聊城市卫生计生委党委委员、
市疾控中心主任赵金星在今年赴自贡市参加徐建国院士工作站工作总结会上深有体会地说。

在实上做好文章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该中心把“院士工作站引领业务发展”
放在突出位置和核心地位，不断强化

“院士工作站引领业务发展”的整体工
作思路，明确了“十三五”规划的三大发
展理念，即，牢固树立“以院士工作站引
领业务发展、学科建设带动业务发展、

‘疾控+’促进业务发展”的三大发展理
念，形成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引领、以学
科建设带动、“疾控+”促进为三大主轴
的业务立体发展模式。

以硬件投入，提升一锤定音水平。
实验检测水平。多次邀请院士及专家团
队来聊督导指导，引起政府层面的高度
重视，为聊城疾控事业发展的政策制
定、经费拨付以及人才引进创造了条
件。为适应院士工作站的发展和工作要
求，聊城疾控自筹资金，先后购置了飞
行质谱仪、实时荧光PCR、全自动药敏
鉴定分析仪、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等一
批仪器设备。与此同时，通过考察调研、
专家研讨和精心设计，对微生物实验室
进行了微调和改造，病原生物实验室、
细菌PCR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
布局更合理、定位更清晰、使用更方便。

以创新机制，形成科研合力。该中
心在成立院士工作站领导小组和专家

学术委员会的同时，制定了中心院士工
作站管理办法及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并
根据运行情况，出台了工作分类、分类
管理、科研内容、分工负责、独立运行和
课题优先六个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内部
运行机制管理办法》，让人才、设备、项
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从根本上破除机制
障碍，形成了科研创新的强大合力。

在“转”上下功夫

实现资源优势最大化

转换思路，抓住重点，强力推动致
病菌识别网工作，实现致病菌识别网高
质量运行。让行政主体转变。积极开发
卫生行政部门，将致病菌识别网建设工
作改由卫计委医政部门主抓并形成聊
医政1号文件推进，提升了医疗质量，提
高了医政医管能力。让体系身份角色转
变。疾控部门长期、动态监测数据成为
评价医疗质量工具指标后，其身份由以
往的相对被动变为绝对主动，破除了机
制壁垒，提高了致病菌识别网的运行效
率。让理念由数量到质量转变。通过前
期细菌感染性疾病病例、症候群、病原
菌和耐药动态四大类监测，明确了监测
重点，提升对新奇特病原发现、抓取和
评价的效率。

遴选骨干，组建团队，在双方合作
中带动人才队伍的培养和提升。该中心
秉承全市疾控一盘棋的工作思路，围绕

院士工作站整体工作，组建全市疾控系
统院士工作站工作团队；积极开展流行
病学与统计、病原检测等主题的培训，
不断提升区县级能力水平；遴选区县业
务骨干进入院士工作站开展工作，在实
验操作、项目运行、科研产出等方面与
市级工作人员享有相同权利。借助院士
工作站的资源优势，派人赴国家疾控传
防所进修学习，细化了学科建设。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信息库由贫
瘠到丰富转变。抢抓节点，成功吸引教
育、食药监、畜牧等部门的关注，借助市
第一例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疫情和大
型食源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契
机，纵深与市畜牧局和市食药监局合
作，扩大在信息共享、疫情会商以及细
菌耐药性平台建立等方面的合作，为致
病菌识别网的菌种来源拓展了渠道，为
致病菌识别网发挥其优势和作用奠定
了基础。

在“产”上检验成效

核心竞争力达全省领先水平

检测和科研能力提高。建成聊城市
疑难细菌鉴定中心，为聊城疾控开展疾
病防控、部门合作及高端研究提供技术
平台。聊城市疑难细菌鉴定中心被市科
技局列为聊城市重点实验室。聊城市疑
难细菌鉴定中心定位于建立规范程序、
开放合作平台、确立技术优势、形成技

术影响，提升了聊城疾控检测能力、科
研能力和综合实力。

协作项目成果丰硕。发现卡他莫拉
菌多重耐药克隆，该科研成果位列国
际前沿；申报成功国家、省开放课题3
项，入围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
划3项，入围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
计划4个科研项目，省预防医学会基金
项目3项，获省医学科技奖1项。同时，
院士工作站项目质量高，社区获得性
肺炎病原体监测项目，经两年运行，建
立CAP标本中多病原检验标准方法体
系；掌握了全市CAP病原谱分布特点；
并申请了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课
题。

自主项目大有突破。在院士工作站
工作的影响和带动下，聊城疾控《聊城
市耐碳青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临
床菌株流行特征研究》、《聊城市2013-
2016年食源性疾病致病菌监测及耐药
基因、分子分型特征研究》、《婴幼儿奶
粉及环境中梭状芽孢杆菌溯源分型》等
多个项目入围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
展计划。同时，5人当选省优秀预防医学
科技工作者、3人入选聊城市百人计划、
1人荣获聊城市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
誉称号。借助院士工作站的高端影响力
和科研优势，密切了与医疗机构、市县
乡村之间的联动互动，为探索具有聊城
特色科研型疾控机构的路径和模式带
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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